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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１１ 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民航系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和转变发展方式这

一主线，扎实工作，锐意进取，航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航空运输和通用航

空保持较快增长，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得到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成

绩，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迈出新步伐，党的建设和行业文化建设得到加强，

实现了“十二五”的良好开局。

民航发展和改革取得的成绩，是行业政策引领、保障作用充分发挥的

结果。 坚持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科学、民主和法治化方向，将推动民航

强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一部分　 宏观政策篇

深入分析民航发展面临形势，加强民航“十二五”发展的顶层

设计，以全局视角统筹行业发展，明确发展的指导原则和目标，提

出促进行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任务和要求，为民航业科学发展、

安全发展提供政策支撑，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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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谋划民航发展大局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正式对外发布１ 。

民航“十二五”规划，全面回顾了 “十一五”民航发展情况，在深

入分析“十二五”民航发展面临形势的前提下，明确了“十二五”期

间民航发展的指导原则和发展目标，提出了“十二五”发展的五大任

务，强调了促进民航发展方式转变以及规划保障措施的具体要求。

民航“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时期民航要以科学发展为

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保障持续安全为前提，以增

强基础保障能力为着力点，以提升发展质量为主攻方向，促进民航

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为全面建设民航强国打下坚实基础，基本适应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 “十二五”时期，民航发展遵循坚持安全

第一、积极主动、统筹协调、创新驱动、节能环保五条基本原则。

“十二五”期间，民航发展的主要目标：一是安全水平稳步提

升。 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业安全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 到

２０１５ 年运输航空每百万小时重大及以上事故率低于 ０．２０。 二是

保障能力整体提高。 初步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层次分明、安

全高效的机场体系，运输机场数量达到 ２３０ 个以上，大型机场容量

饱和问题得到缓解。 空域不足的瓶颈有所缓解，空管保障能力稳

步提高，保障起降架次达到 １０４０ 万架次。 三是运输能力显著增

强。 到 ２０１５ 年运输总周转量 ９９０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４．５ 亿人

次，货邮运输量 ９００ 万吨，年均分别增长 １３％、１１％和 １０％。 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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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率高于 ８０％，公众对民航服务基本满意。 四是通用航空快速

扩大。 基础设施大幅增加，作业领域不断扩展，运营环境持续改

善，标准体系初步建立，作业量和飞机数量翻番。 五是节能减排全

面推进。 能源节约和污染排放控制取得明显成效，吨公里能耗和

二氧化碳排放量五年平均比“十一五”下降 ３％以上，新建机场垃

圾无害化及污水处理率均达到 ８５％。

“十二五”时期民航发展主要指标 注：带［ ］的数据为 ５ 年累计数。

类 别 指　 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年均增长

业务规模

航空运输总周转量（亿吨公里） ５３８ ９９０ １３％

旅客运输量（亿人） ２．６８ ４．５ １１％

货邮运输量（万吨） ５６３ ９００ １０％

通用航空生产作业（万小时） １４ ３０ １６％

客运周转量在综合交通中的比重（％） １４．５ １６ －

发展质量

运输飞行百万小时重大事故率 ［０．０５］ ＜［０．２０］ －

航班正常率（％） ８１．５ ＞８０ －

载运率（％） ７１．６ ＞７０ －

运输飞机日利用率（小时 ／ 天） ９．４ ≥９．６ －

吨公里燃油消耗（公斤） ［０．３０６］ ＜［０．２９４］ －

保障能力

保障起降架次（万） ６０５ １０４０ １１％

全国民用运输机场（个） １７５ ≥２３０ －

运输机队规模（架） １５９７ ２７５０ １１％

通用机队规模（架） １０１０ ＞２０００ －

航油供应（万吨） １６００ ２８５０ １２％

飞行员数量（万人） ２．４ ４ １１％

民航院校在校生（万人） ５．０ ６．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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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十二五”规划明确了民航发展的五大任务，即提高航空

持续安全水平、增强运输机场保障能力、建设现代空管服务系统、

提升航空运输服务能力以及加快通用航空事业发展。

二、落实持续安全理念，规划民航安全生产机制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了《中国民航安全生产“十

二五”规划》 ２ 。

民航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统

领全局，落实持续安全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的方针，以完善行业安全监管体系为重点，实施“科技兴安”战

略，大力提高安全综合保障能力，为民航强国建设提供有力保证。

民航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方针，实施持续安全战略，完善行业安全监管体系；推进航

空安全法规体系建设，将健全和落实安全规章和标准作为控制行

业安全风险的有力措施；完善教育培训体系，打造高素质的专业队

伍；加大安全投入，发挥科技对安全的推动作用，加强安全基础设

施建设；强化安全信息管理，健全以安全信息为驱动、风险管理为

核心的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十二五”期间，民航的安全目标是：（１）到 ２０１５ 年，按照中国

民航航空安全方案，初步建成适合中国国情并满足国际民航组织

要求的行业安全体系，实现规章符合性基础上的安全绩效管理；

（２）“十二五”时期，运输航空每百万飞行小时重大事故率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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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生产目标 ０．３ 的基础上降低 ３０％，即运输航空每百万飞行

小时重大事故率 低于 ０．２；（３）运输航空亿客公里死亡人数好于当

前全球平均水平，低于 ０．００９；（４）生产经营性通用航空每万飞行

小时死亡事故率低于 ０．０９；（５）力争杜绝非法干扰造成的航空器

重大事故；（６）控制和减少重大航空地面事故数量和损失。

民航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确立的主要任务有：完善行业安

全监管体系、完善安全规章标准体系、完善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完

善专业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强化安全技术保障体系、加快适航审定

能力建设、完善航空安全保卫系统、完善民航应急工作体系。 为配

合民航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的实施，确定了以下重大项目：中

国民航航空安全方案内审机制建设工程、中国民航安全绩效管理

机制建设工程、航空安全监管综合信息系统建设工程、中国民航安

全项目建设工程、事故调查能力建设工程、航空人员健康风险管理

体系建设工程、民航安全规章标准体系建设工程、安全信息分析能

力建设工程、教育培训工程、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工程、新技术

研发与应用工程、适航审定能力建设工程、航空安保工程等。

与此同时，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了《中国民用航空安全规划

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３ ，确定民航安全工作的目标是：（一）降

低重大事故率：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间，运输航空重大及以上事故率低

于每百万飞行小时 ０．２０ 次；在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间，运输航空重大及以

上事故率低于每百万飞行小时 ０．１５ 次。 （二）提升系统能力：到

２０２０ 年，建立起相对完备的中国民航航空安全方案和成熟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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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体系，以风险管理为手段，以体系监管为核心，以资源配置为

保障，充分发挥企业的安全管理主体职责和政府安全监管职能，实

现规章符合性基础上的安全绩效管理，步入人文内涵式管理阶段。

三、加快民航科技创新步伐，引领民航强国建设

　 　 民航发展需要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摆

脱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推进民航强国建设的重要时期，民航业在国

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战略作用将日益加大。 民航科学发

展和持续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

和有力的技术支撑。 保持民航业平稳较快的增长，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民航，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加快民航发展方式转变；

参与日趋激烈的国际航空市场竞争，必须依靠科技创新；保障民航

持续安全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

为此，民航局发布了《“十二五”中国民航科技发展规划（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提出民航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从中国民航发

展的实际出发，健全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

研相结合的开放式的民航科技创新体系；取得一批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研发成果；完善与生产紧密结合、成果

快速转化的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体系；显著增强民航科技创新能力；

稳步提高民航科技进步贡献率；进一步提升民航网络和信息安全

水平；促进民航信息技术的全面、快速发展，以科技创新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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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民航强国建设。

围绕“十二五”民航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面向民航科

学发展、持续安全和民航强国战略的需要，发挥行业科技的整体优

势，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实施“科技创新工程”，提高民航科技创

新能力，使科技工作更好的支撑行业发展。 “十二五”民航科技发

展的四个主要任务是，完善民航科技计划体系、建立科技创新平

台、开展重大项目研究和实施民航信息化工程。

四、统筹推进民航人才队伍建设

　 　 民航局印发《民航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 ５ ，为民航强国建设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做出总体部署。

建设民航强国，需要一支全方位多层次、专业化国际化的高素

质人才队伍。 人才工作是破解行业发展难题、提升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基础。 民航业人才工作的总体目标是：着眼民航强国建设需

要，全面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和重点平台建设，创新人才培养开发、

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等人才工作机制，培养和

造就规模适度、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民航业人才队伍，

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规划分别对民航各级党政人才队伍、民航公务员队伍、民航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民航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民航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举措。 同时确立了民航重点

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民航重点区域人才支持计划、民航高层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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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计划、民航中青年英才培养计划、民航“蓝天学子”培养

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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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改革开放篇

民航业作为国家战略性先导性产业，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

调整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航业持续快速发展，安全监管

能力必须与行业发展需要相匹配。 逐步优化结构，扩容增效，是关

系全局的重要问题。 民航具有天然的国际性，面对日益激烈的国

际竞争和全球化趋势，全行业需要主动应对、积极探索进一步扩大

开放，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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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改革和调整结构

　 　 民航局紧紧围绕科学发展的主题和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采

取切实措施，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实现了航空运输稳中向好发展。

民航局引导国航、东航、南航等大型航空公司和北京、上海、广

州、成都等大型机场积极实施战略转型，加快构建航空枢纽和完善

航线网络。 积极推进联合重组，东航将原中货航、上货航、长城航

重组为新的中货航，国航与国泰合资成立新的国货航。 改善机队

结构，减少机型种类。 改善企业资本结构，航空公司资产负债率逐

步下降。 烟台新机场管理模式改革试点工作取得进展。 深化市场

管理改革，实行国内航权和航班网上管理和信息公开。 积极推进

价格和收费改革，研究制定国内运价改革方案，以及空管收费改革

方案和机场收费并轨方案。 国家对进口航空煤油免征关税。 中航

油完成了公司制改革。 民航局和所属单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

加大，竞争性选拨全面铺开，交流轮岗和挂职锻炼普遍推行。

二、优化监管机构设置，增强监管力量

　 　 为适应民航行业持续快速发展和加强民航安全监管工作的实

际需要，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批复，民航局在温州、

青岛、桂林、三亚、丽江、喀什 ６ 个城市增设民航安全监督管理局６ 。

温州、青岛、桂林、三亚监管局的管辖范围为：按照民航华东、

中南地区管理局授权，负责其所在市行政区域内的民航行业管理；

丽江监管局的管辖范围为：按照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授权，负责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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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迪庆、大理市（州）行政区域内的民航行业管理；喀什监管局的

管辖范围为：按照民航新疆管理局授权，负责喀什、克孜勒苏柯尔

克孜、和田地区（州）行政区域内的民航行业管理。

新增的 ６ 个监管局作为相关管理局的派出机构，隶属相关管

理局领导。 相关地区管理局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授权相应的省

会所在地监管局负责对温州、青岛、桂林、三亚、丽江监管局实施管

理。

三、推进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提高民航国际竞争力

　 　 ２０１１ 年，民航局联合其他 ３４ 个部门共同发布了《服务贸易发

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７ 。 强调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需

要，是应对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适应世界发展大势、掌握发

展主动权的必然要求。

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运输服务确定为服

务贸易发展重点领域之一，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完善现有民用航空

体系，扩大我国航空运输服务规模，提高服务质量，实现航空运输

服务又好又快发展。 到 ２０１５ 年，我国国际航空运输市场达到 ３６０

亿吨公里的规模，力争我国承运人份额达到 ３４％。

为实现上述目标，纲要列举了如下重点工作：根据我国民航业

的发展实际和客观条件，继续按照“积极、渐进、有序、有保障”的

原则推进我国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的开放，分地区、分步骤地开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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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航空运输市场；完善航空运输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政策体

系；建立健全公开、公正、公平的国际航权分配管理机制；积极应对

单方面基于市场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营造有利于航空租赁发展

的政策环境；拓展和优化国际航线网络，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 增

加欧美航线航班密度，开辟连接南美、非洲的国际航线；优化配置

和利用我国航线资源、空域资源和重点国际机场资源，加强国际航

空通道建设，增加枢纽的网络辐射范围和广度，增强门户枢纽集散

功能，提高国际国内航班衔接效率，提升国际中转旅客比重；增强

我国航空运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网

络型航空公司；提高我国航空运输企业的国际货运能力，鼓励我国

航空货运企业开辟国际航线和与国外物流企业紧密合作，扩展航

空货运网络；加强我国枢纽机场建设，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际

枢纽机场；推动航空物流、航空维修、航空培训等上下游产业链的

延伸，加快专业人才培养；完善机场布局，积极发展支线机场，扩大

航空运输的服务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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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法制建设篇

行业法规和标准，是民航业安全发展的制度基础，其建立健全

直接关系我国民航持续安全目标的实现。 目前，我国民航已经基

本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体系，对保障安全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在不断完善规章标准的同时，民航局积极探索提升

立法质量的途径，开展规章立法后评估是一项有益的尝试。

—３１—



一、推行立法后评估，提高规章质量

　 　 为了规范规章立法后评估工作，总结立法经验，改进立法工

作，推动规章立改废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完善民航法规体系，依据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规章制定程

序规定》，民航局制定了 《中国民用航空局规章立法后评估规

定》 ８ 。

立法后评估是民航规章实施后，根据其立法目的，结合行业管

理的需要，按照一定程序和标准，对民航规章的立法质量、实施效

果、存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和综合评价，并提出相应

建议的制度。 遵循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公众参与、注重实效的原

则，把握重点，有序推进的原则。

立法后评估应当依据以下标准进行：（一）合法性，即规章的

各项规定是否与上位法一致，尤其是出台了新的上位法或者上位

法进行修订的；没有上位法的，是否符合立法精神和原则；（二）协

调性，即与同阶位的立法是否存在冲突，立法本身规定的制度之间

是否衔接，配套规定是否完备；（三）合理性，即各项规定是否符合

公平、公正原则；是否符合立法目的，所规定的措施和手段是否适

当、必要；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立法目的的，是否采用对当事人

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法律责任设定是否适当；法规、规章是否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相关社会关系调整中是否必需；（四）可

操作性，即规定的制度是否有针对性地解决行业管理中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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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规定的措施是否高效、便捷；规定的程序是否正当、简便，易于

操作；规章中提及的配套制度是否完备；（五）规范性，即逻辑结构

是否严密；概念界定是否准确，条文表述是否简洁明了；立法用语

是否规范；（六）实效性，即是否实现立法预期的效果；规章执行是

否造成其他负面影响。

经批准的立法后评估报告应当作为修改或者废止政府规章、

完善配套制度和改进行政执法工作的重要依据。

二、彻底清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保证民航法律体系的统一性

　 　 为便于民航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全面把握民航行政管理依

据，民航局公布了《中国民用航空局现行有效规章目录》、《中国民

用航空局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目录》和《中国民用航空局规范性

文件清理目录》 ９ 。

此前，民航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规章清理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的要求，对民航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彻

底的清理。

规章清理工作重点审查了与上位法冲突问题以及规章之间的

不协调问题，对于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与上位法不一

致的以及规章之间明显不协调的规章，采取了相应的处理措施。

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主要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者相互

抵触、依据缺失以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进行了审查和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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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清理，民航局共修改、宣布失效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 ２４７

件。 此次清理工作，进一步完善了民航规章体系，理顺了行业管理

依据，巩固了民航依法行政工作的基础，为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汇编执法依据，方便行政执法

　 　 为加强民航法制工作，便于各单位更好地贯彻执行规章，提高

工作效率，印发了《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汇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卷） １０ 。

本汇编收集了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０ 年民用航空局发布并已向国务院法制

办公室备案的各项规章。

其中包括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民航局令第 １９４ 号）、大

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民航局令第 １９５

号）、中国民用航空应急管理规定（民航局令第 １９６ 号）、民用航空飞

行签派员执照管理规则（民航局令第 １９７ 号）、民用航空情报工作规

则（民航局令第 １９８ 号）、民用航空情报员执照管理规则（民航局令

第 １９９ 号）、民用航空电信人员执照管理规则（民航局令第 ２００ 号）、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管理规则（民航局令第 ２０１ 号）、民用

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规则（民航局令第 ２０２ 号）民用航空气象探

测环境管理办法（民航局令第 ２０３ 号）、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运行

单位安全管理规则（民航局令第 ２０４ 号）、《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

定》的补充规定（四） （民航局令第 ２０５ 号）、《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

规定》的补充规定（五）（民航局令第 ２０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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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化民航系统法制宣传教育，增强法治观念

　 　 为进一步深化民航系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保障“十二五”民

航发展目标顺利实现，民航局发布了《民航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

六个五年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１１ 。

民航系统“六五”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深入

扎实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进一步坚定法治建设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方向，提高民航各级行政管理机构依法决策、依法监

管、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增强民航各市场主体的法制观

念，提高依法经营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强民航广大干部职

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提高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能

力和水平；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对民航法律法规的了解，共同依法

依规维护民航生产运营秩序。

主要任务有突出学习宣传宪法、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大力学习宣传民航法律法规、认真学习宣传反腐倡

廉法律法规、继续深化“法律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主

题活动、深入推进依法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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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安全监管篇

民航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安全发展。

近年来，全行业坚持安全发展，正确处理安全发展中的各种关系，

全面实施持续安全战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狠抓关键专

业技术人员资质能力建设，不断夯实安全基础，保持了航空安全总

体平稳且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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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综合安全管理和重点监管

　 　 ———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民航局下发《关于继续做

好航空安全责任书签订工作的通知》，明确运输航空公司对其分

（子）公司所承担的安全责任以及子公司的安全主体责任，指导各

地区管理局继续做好安全责任书的签订，持续监督辖区生产运行

单位安全责任落实情况，通过逐级细化、分解安全生产指标，将主

体责任落实到生产运行的各个环节，促进了安全考核评价体系的

健全和完善，做到安全绩效与经营绩效相结合、过程管理与细节管

理相结合、隐患治理与实际效果相结合，有力推动了各项安全工作

的落实。

———明确运输机长职责。 为进一步明确机长的有关职责，提

高航空安全水平，民航局研究制定了《民用航空运输机长职责》 １２ 。

民用航空运输机长（以下简称机长）是依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取

得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并被航空运输企业聘为机长的飞行员。

机长对当班机组负有管理责任，在其职权范围内发布的命令，民用

航空器所载人员都应当执行。 机长应当模范遵守并督促机组人员

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以及被批准或加入的国际公约。 机

长发现机组人员不适宜执行飞行任务的，为保证飞行安全，有权提

出调整。 机长发现民用航空器、机场气象条件等不符合规定，不能

保证飞行安全的，有权拒绝起飞。 飞行中，对于任何破坏民用航空

器、扰乱民用航空器内秩序、危害民用航空器所载人员或者财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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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以及其他危及飞行安全的行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机长有权

采取必要的适当措施。 机长在民用航空器遇险时，有权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并指挥机组人员和航空器上其他人员采取应急措施。

在必须撤离遇险民用航空器的紧急情况下，首先组织旅客安全离

开民用航空器；未经机长允许或旅客未完全撤离航空器的情况下，

机组成员不得擅自离开民用航空器；机长应当最后离开民用航空

器。

———规范飞行人员执照工作１３ 。 为规范执照办理工作程序，

统一标准，以及针对特定问题作出说明，民航局对《关于飞行人员

执照有关问题的说明》（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４ 日）以及管理文件 ＭＤ－ＦＳ－

２００３－０３《关于飞行院校学生在学习期间申办执照有关问题的通

知》（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进行修订，明确适用于所有中国民用航

空器驾驶员执照持有人及申请人的复杂飞机训练替代要求、增加

执照记录页签注代码说明、明确何种监察员实施境外机型考试等

内容。

———完善对民航委任代表的管理。 根据《民用航空飞行标准

委任代表和委任单位代表管理规定》 （ＣＣＡＲ－１８３ＦＳ）的规定，民航

局审核并委任了航空人员体检委任代表１４ ，要求各航空人员体检

委任代表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委任职责，加强临床进修和体

检业务培训。 同时将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民用航空医学中心门诊部

及民航西北航空医学体检中心两家体检委任单位代表信息进行变

更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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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民航局批准了 ４３ 名西南地区局方飞行签派检查委任

代表，要求代表在局方航务监察员的监督下，按照航空规章要求履

行飞行签派员执照考试、训练和技术检查等职责１６ 。

———修订机组人员英文水平偏离的限制。 根据《大型飞机公

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ＣＣＡＲ－１２１），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５ 日起，除经批准外，执照上未取得英语语言能力 ４ 级或以上签

注的人员，不得在使用英语进行通信的航线上担任机组成员。 民

航局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和国际民航组织相关要求，修订《使

用英语通信的有关要求以及对 ＣＣＡＲ－１２１．４７９ 的偏离限制》 １７ ，新

的要求是每个机组仅允许包含最多 １ 名未达到英语 ４ 级的驾驶

员；对于 １９６０ 年（不含）以前出生人员，机组应配备至少 ２ 名达到

英语 ４ 级以上机组成员，包括一名机长或者资深副驾驶；对于 １９６０

年（含）以后出生人员，应达到英语 ３ 级标准，且机组应配备至少 ２

名达到英语 ４ 级以上机组成员，包括一名机长或者资深副驾驶。

———修订《民用航空安全检查人员定额定员（试行）》行业标

准。 近年来，随着民航事业高速发展，民航安检工作的要求和环境

发生较大变化，原《民用航空安全检查人员定员定额》行业标准已

不适应安检实际工作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对安检工作的科学管

理，保证空防安全，２０１１ 年民航局对原标准进行了修订１８ 。 新标准

明确规定了安检各岗位（不含管理岗位）设置及其基本定员标准

和人员资质要求：为保障安全运行所需最低人员配备标准，各单位

不得低于上述标准配备安检人员；人身安检通道劳动定额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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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安全运行最高标准，各单位要将单通道小时旅客通过量严格

控制在该标准以内。 民航局将对标准执行的有关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对违规单位按规定予以处理。

———修订《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标准》。 按照轻重有别、宽严

适度的原则，民航局于 ２０１１ 年完成了 《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标

准》修订工作１９ 。 修订后的标准，完成了在严重事故征候上与

ＩＣＡＯ 的新版附件 １３ 中所列 １６ 项条款内容接轨；细化并严格规范

了运输航空一般事故征候相关条款；加强了对运输航空公司强化

安全管理、提高安全裕度的引导；同时还适当调整放宽了通航事故

征候条款，以利于通航发展和训练飞行。

———规范民用航空重大安全事项挂牌督办及整改工作。 依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 ４９３ 令）和国务院

《重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中相关要求，民航局制定了《民用

航空重大安全事项挂牌督办及整改工作暂行办法》 ２０ 。 办法主要

针对重特大安全隐患的挂牌督办和整改工作，所称民用航空重大

安全事项为民用航空器事故、重大和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办

法明确了民航局负责对跨地区、有争议的或者长期难以解决的重

特大安全隐患实施挂牌督办，民航各地区管理局负责对辖区内的

重特大安全隐患实施挂牌督办。 同时还对挂牌督办和整改工作程

序进行了规定。

———制定《民航局安全监管行政约见暂行办法》。 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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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民航局制定《民航局安全监管行政约见暂行办法》 ２１ 。 明确

了民航局可予以行政约见民航企事业单位的四种情形，以及行政

约见程序，指出行政约见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１）指导民航行政

相对方正确认识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的界限，并充分认识相关安

全问题严重性；（２）明确不规范行为或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及可能

承担的法律责任；（３）提出整改要求；（４）视情宣布处理决定。 同

时，办法还统一了《民航局行政约见通知书（样例）》和《行政约见

问题整改通知书（样例）》。

二、飞行标准管理

　 　 ———制定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合格审定程序。 依据《大型飞

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ＣＣＡＲ－１２１）和《飞行

签派员训练手册》（ ＩＣＡＯ Ｄｏｃ７１９２），民航局制定了咨询通告《飞行

签派员训练机构合格审定程序》 ２２ ，规定有关飞行签派员训练机构

合格审定中民航局和地区管理局的职责、管理手册的要求、训练机

构和人员的要求、训练机构合格证审定程序、训练大纲的要求、设

施、设备和人员的要求以及记录保持的要求等，从而为承担 １２１ 部

航空承运人飞行签派员训练的机构获得训练机构合格证提供指

南。 同时为监察员履行运行批准和监督检查职责提供指导。

———制定高性能多发飞机训练要求２３ 。 为了使获得多发商用

驾驶员执照和仪表登记并完成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理论培训后的

飞行学员进入航空公司后适应高空、高速、多人制机组的现代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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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的运营，掌握大中型飞机的设备以及应对相应安全威胁，调整

和培养飞行员的思维和行为。 民航局发布相关咨询通告，明确规

定相关的过渡性训练课程的进入条件、训练时间要求、飞行教员要

求、航空知识训练、考试要求、训练证书要求等，并提供详细的高性

能飞机训练考试标准，为考试提供指南。

———制定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卫生工作要求２４ 。 该要求为

大型公共航空运输的航空卫生工作提供了专业指导，明确合格证

持有人、航空医师、机组成员各自的责任和义务，详细规定了合格

证持有人、航空医师以及机组成员的基本要求；航空卫生管理手册

的制定要求、航空卫生知识培训和健康指导、健康管理和疾病风险

因素控制、机组人员履行职责时的健康管理、机组成员的配餐和用

餐要求；同时对机组成员健康档案及医学资料的管理、信息报告、

航空器环境卫生、航空食品安全、驻外地点的航空卫生保障、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等进行了规定。

———完善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机载应急医疗能力。 为指导

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或合格证持有人及其代理人载客运

行时配备机组应急医疗设备、制定机组成员在运行中对紧急医学

事件的处置程序和训练大纲，实施紧急医学事件处置训练，民航局

对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机载应急医疗设备配备和训练要求进行

了规定２５ ，明确了了机载应急医疗设备的要求、管理、使用和政府

监管，紧急医学事件处置训练的要求等。 但是不要求合格证持有

人及其代理人在载客运行时提供专业的应急医疗服务，紧急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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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处置训练也不要求机组成员的应急医疗措施取代或者达到有

资质的医疗专业人员的应急救护水平。

———继续强化对民用航空机场运行的管理。 为提高民用航空

全天候运行的安全水平，规范机场运行最低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与

国际通行准则保持一致；为已建立仪表或目视飞行程序的民用机

场及军民合用机场制定民用航空器使用的机场运行最低标准；为

９１、１２１、１３５ 部航空运营人制定其运行最低标准和实施细则提供指

南，民航局发布《民用航空机场运行最低标准制定与实施准则》 ２６ ，

规定了飞机类别、目视运行的最低要求、起飞最低标准、Ｉ 类 ＰＡ、

ＡＰＶ、ＮＰＡ、ＩＩ 类 ＰＡ、ＩＩＩ 类 ＰＡ 以及盘旋进近的最低标准；机场设备

故障或降级对运行标准的影响以及对运营人和机组的飞行运行要

求等。

———修订航空承运人运行中心（ＡＯＣ） 政策与标准。 为了持

续提高飞行安全水平，使承运人运行中心建设与机队、航线网络、

运行规模的发展保持同步，优化管理要素，提高运行控制品质和驾

驭风险的能力，民航局修订了《航空公司运行中心（ＡＯＣ）的政策

与标准》 ２７ 。 详细规定了运行中心体系、人员要求、系统与设施、流

程、设计、实施以及运行控制，为航空承运人运行中心的建设、运行

与内部审计提供政策与指南，为民航局对航空承运人运行控制能

力评估提供依据和指南。

———进一步加强对飞行签派工作的监督管理。 改进飞行签派

员资质能力是确保飞行运行持续安全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为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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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飞行签派工作的管理，民航局制定了航空承运人飞行签派员资

质管理标准２８ 和签派资源管理训练大纲２９ 。 详细规定了作为合格

飞行签派员应当具备条件和标准，从飞行签派员养成、知识、技能

和运行经历等多个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 为全面提升航空公司运

行中心（ＡＯＣ）能力和各岗位之间的共同协作，民航局提出了建立

资源管理训练大纲的要求，详细规定了训练大纲的制定方法和训

练要求，详细解释了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要求的合格签派员标准，为民航

各级监管部门和航空公司提供了指导标准。

———加强对航材流通的管理。 为了对 ＣＣＡＲ－１２１ 规章条款进

行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同时也为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航空运营人除湿租

以外的航空器如何在使用和维修中确保航材的合法性、合格性提

供相应的符合性方法和指导，民航局制定了相关咨询通告３０ ，详细

规定航材的标识和文件、航材供应商的文件、航材采购合同的要

求、航材的适航状况限制、可疑非经批准航材的识别和限制、航材

租用和借用的要求、航材共享的要求以及航材分销商必须遵守的

要求，并提供航材分销商评估大纲，为航材分销商的评估提供指

导，以便航空运营人、有关机构或单位对航材分销商的评估和管理

能够满足中国民航相关法规中关于航材适航性管理的要求。

———规范和完善维修工时管理。 在民用航空器维修中，企业

追求利益最大化和保障航空运行安全的矛盾使维修管理和维修人

员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也是导致发生维修差错的诱

因之一。 过去 ２０ 年的事故调查数据显示，维修差错导致的事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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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 ４ 个百分点，而大部分维修差错都与维修工作时间不足和维

修人员疲劳作业有关，因此维修工时管理和控制就成为了维修生

产运行和控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民航局研究制定了维

修工时管理规定３１ ，对所有按照 ＣＣＡＲ－１４５ 部批准的航空器和航

空器部附件维修单位如何合理安排维修人员的工作时间和进行科

学的维修工时管理提供具体要求和指导，以减少维修差错和保证

维修工作质量，详细规定了维修人员的工作时间限制、标准工时的

确定、维修过程控制以及维修工时资源的评估。

三、适航管理

　 　 ———制定修改规章提高适航管理的法治化水平和管理能力。

为保持我国适航标准与国际标准同步，防止国外不符合现行国际

标准的发动机进入我国造成民用航空飞行隐患，配合国际民航组

织安全审计和我国新支线飞机项目及大型商用飞机发动机项目的

开展，民航局第二次修订《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 ３２ ，新增加了发动

机静承压件、发动机限寿件、发动机超扭试验、活塞发动机的涡轮

增压器转子和获得早期 ＥＴＯＰＳ 资格的设计和试验共 ５ 个条款内

容；删除了第 ３３．１４ 条；更新了对发动机安装和使用说明手册、发

动机额定值和使用限制、防火、耐用性、涡轮压气机风扇和涡轮增

压器转子、发动机电气和电子控制系统、仪表连接、活塞发动机部

件试验、燃油系统、润滑系统、持续转动、安全分析、吸鸟、持久试

验、发动机超温试验、初次维修检查、涡轮发动机部件试验、分解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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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持续适航文件等条款的要求，共涉及 ２０ 个条款。

为保持我国适航标准与国外适航标准在安全水平上的一致

性，促进我国航空工业的健康发展，民航局对民用航空规章《运输

类飞机适航标准》进行第四次修订３３ ，修订内容涵盖安装动力装置

的防火要求、燃油箱系统设计评估，抑制可燃性，维修和检查的要

求、起落架减震试验要求、液压系统适航标准、飞机运营限制规定

和飞机飞行手册要求、驾驶舱设计的保安事项、刹车系统适航标

准、１ｇ 失速速度、空速指示系统要求、下层服务舱、隔热隔音材料

的可燃性标准、材料强度性能和设计许用值要求等内容，涉及条款

１５４ 条。

加强运输类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管理。 长期以来，由

于运营飞机在结构损伤、电气线路故障起火和燃油箱爆炸等方面

存在的安全问题，国际民用航空业运营机队的持续适航安全受到

了严重威胁。 为保证我国民用航空运输安全，民航局提出适合我

国国情的运输类飞机持续适航与安全改进措施３４ ，对电气线路互

联系统、结构修理和改装的损伤容限资料以及燃油箱安全提出了

强制要求，增加 ＤＡＨ 对运输类飞机持续适航与安全改进的责任和

作用，对保证运营机队在预防燃油箱爆炸、减少电气线路故障、保

证结构完整性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开展航空器型号合格审定、国籍登记管理、技术标准规定

项目管理等适航管理工作。 由于适航管理工作的深入发展，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次修订的《型号合格审定程序》的某些内容亟待修补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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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适航管理发展的需要，并与国际上主要的与民用航空产品型号

合格审定相关的适航管理程序相协调。 为了指导和规范民用航空

器型号合格审定活动，民航局制定适用于民用航空器型号合格证、

型号设计批准书的申请、颁发和管理的管理程序３５ 。

为规范航空器债权人向中国民用航空局申请注销民用航空器

国籍的活动，民航局制定管理程序３６ ，规定了申请办理备案和注销

的基本要求和限制条件、《不可撤销的注销登记和出口请求许可

书》（简称《许可书》）的备案债务人申请对《许可书》进行备案的

应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注册的民用航空器、向适航审定司

申请对《许可书》进行备案的程序以及依据《许可书》的注销登记

程序。

针对目前较多民用航空技术标准规定项目（ＣＴＳＯ）在申请人

提交申请时尚无对应 ＣＴＳＯ 标准的情况，民航局在《民用航空材

料、零部件和机载设备的合格审定程序》基础上，对 ＣＴＳＯ 标准颁

布及 ＣＴＳＯ 项目审定程序作出补充和修订３７ 。 此外，为给欧洲航空

安全局批准的欧洲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持有人申请中国技术

标准规定项目（ＣＴＳＯ）批准书、以及给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的中国

技术标准规定项目（ＣＴＳＯ）批准书授权持有者申请欧洲技术标准

规定项目批准书提供指南，民航局还发布了《中国民用航空局和

欧洲航空安全局就中国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和欧洲技术标准

规定项目批准书的工作协调指南》 （英文版） ３８ ，明确了相关定义、

审定程序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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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国产飞机的验证试飞和大飞机型号合格审定，民航局

发布管理文件，加强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飞机的审查组试飞队伍３９ ；同意将

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咨询通告等文件作为 Ｃ９１９ 型飞机型号合格审

定可参考的审定技术指导文件４０ 。

为了给公众正确选择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提供依据，民航

局制定相关文件４１ ，公布了截止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有获得民

航局批准或认可的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 。

四、航空安全行业标准管理

　 　 ———大力加强民用航空技术标准管理工作。 中国民用航空技

术标准规定（ＣＴＳＯ）是对用于民用航空器上的某些航空材料、零部

件和机载设备接受适航审查时，必须遵守的规则。 ２０１１ 年民航局

发布有关无线电设备的技术标准规定，包括工作范围 １１７．９７５ ～

１３７．０００Ｍｈｚ 的 ＶＨＦ 无线电通信收发设备４２ 、工作在 ７５ 兆赫机载无

线电信标接收设备４３ 为取得相应的 ＣＴＳＯ 标记所必须满足的最低

性能标准。

发布机械类航空器零部件的技术标准规定，包括 ＣＣＡＲ２３、２７、

２９ 部航空器机轮、刹车和机轮刹车组件４４ 、救生船４５ 、运输类飞机

机轮（无刹车）和由液压或电驱动的机轮刹车组件４６ 为获得批准和

使用适用的 ＣＴＳＯ 标记进行标识所必须满足的最低性能标准。

发布电子电器类航空器零部件的技术标准规定，包括救生定

位灯４７ 、记录器独立电源４８ 、９７８ ＭＨｚ 的通用访问收发机的广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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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相关监视设备和 ／ 或 ＵＡＴ 双工器４９ 、转弯侧滑仪５０ 、救倾斜俯

仰仪５１ 、陀螺稳定型磁航向仪５２ 、非稳定型磁航向仪（磁罗盘） ５３ 、

自动驾驶仪５４ 、座舱音频记录器系统５５ 、航空器音频系统和设备５６ 、

ＣＴＳＯ－Ｃ１５１ｂ 的 Ａ 类、Ｂ 类、Ｃ 类地形提示和警告系统（ＴＡＷＳ） ５７ 、

飞行数据记录器５８ 系统设备为获得批准和使用适用的 ＣＴＳＯ 标记

进行标识所必须满足的最低性能标准。

———全面强化民用航空行业标准建设。 ２０１１ 年，民航局从安

全、飞行、维修、适航、空管、运输等领域加强行业标准工作。 航空

安全领域，民航局制定了民用航空器运输航空严重事故征候、运输

航空一般事故征候、通用航空事故征候和航空器地面事故征候的

确定依据５９ 。

飞行维修标准方面：明确了测试金属布氏硬度、维氏硬度、洛

氏硬度、表面洛氏硬度、努氏硬度、肖氏硬度的方法、转换硬度值的

表述和硬度标尺的转换表的使用６０ ；民用航空器维修用吊具的检

测环境和检测设备、检测技术人员、检测机构、检测项目及程序、检

测结果处理、复检时间间隔等吊具检测的要求６１ ；燃气涡轮发动机

燃油喷嘴使用性能的基本测试条件、测试设备及测试的基本要

求６２ ；民用航空器发动机状态监控地面站的运行需求、系统的基本

功能和数据的输入、输出、存储要求等６３ ；民用航空器结构维修记

录内容６４ ；民用航空器氧气系统维护和改装应注意的安全事项、设

备安装和操作、接头力矩、氧气系统部件清洁的要求６５ ；推进系统

中用保险钢索、保险丝、止动垫片和开口销给紧固件打保险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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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６６ 。

空中交通及管理标准方面：涉及民用航空运输机场配备的自

动气象观测系统的电子数据输出格式６７ ；民用航空气象地面观测

的记录内容和记录格式６８ ；航行通告系列划分及航行通告、雪情通

告、火山通告的编写格式和拍发要求６９ ；民用航空航行通告代码及

飞行类型、签发目的和影响范围代码的选择和使用７０ ；民用航空空

中交通管理一、二次监视雷达的飞行校验科目、飞行校验程序和飞

行校验报告的要求７１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自动化系统的飞行

校验科目、飞行校验程序、校验数据分析和飞行校验报告的要

求７２ 。

适航审定及其他标准：涵盖飞机维护用化学品对飞机结构铝

合金搭接面（夹层）的腐蚀测试方法７３ ；飞机涡轮发动机清洗和维

护用品对钛合金零件造成应力腐蚀倾向的试验方法７４ ；用红外热

像法检测民用航空器复合材料构件近表面缺陷的要求及质量控

制７５ 。

运输管理标准：发布了森林航空消防巡护预警、火场侦察、调

度指挥、航空灭火等方面的技术方法和要求７６ ；民用航空运输过程

中头等舱、公务舱旅客服务和设施设备配备的要求７７ ；民用航空地

面服务代理协议主协议中服务提供，公平做法，分包代理服务，承

运方代表，服务标准，付费，收费标准及结算，责任与赔偿，仲裁，有

效期限、修改和终止等的基本要求７８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及其地面

服务代理人提供旅客运输、行李运输、货物邮件运输、机坪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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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运输地面保障服务要求７９ ；国内航空运输过程中发生航班不

正常时对旅客提供服务的要求８０ ；公共航空行李运输服务的基本

要求、行李计费、行李声明价值、行李运输信息告知、行李的运输、

行李不正常运输的处理及行李损失赔偿的要求８１ ；通用航空基本

术语及定义８２ ；农用航空器喷施设备的喷施率和分布模式的测定

条件、程序和方法８３ 。

五、机场安全管理

　 　 ———制定防止机场地面车辆和人员跑道侵入管理规定８４ 。 为

确保机场安全，防止机场地面车辆和人员发生跑道侵入事件，民航

局制定了防止机场地面车辆和人员跑道侵入管理规定。 界定了航

空器着陆，起飞地面保护区的范围，明确了机场管理机构的职能及

其与空中交通管制机构之间的衔接与配合，并对相关人员，包括巡

视检查人员和塔台管理人员的培训内容和要求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规范 Ｂ７４７－８ 使用 ４Ｅ 及其以下民用机场的技术标准和运

行要求８５ 。 在详细研习 Ｂ７４７－８ 机型的特性和各相关技术参数，结

合经济可行性论证分析的基础上，民航局颁布了供 Ｂ７４７－８ 使用 ４Ｅ

及其以下民用机场的技术标准和运行要求的咨询通告。 该通告明

确了主降场运行的最低技术要求以及在此情形下运行的配套设施

技术要求，包括对机场救援车辆和设备所需的应急救援要求。

———进一步加强机场鸟害防治工作８ ６。 为贯彻落实《民用机

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规范航空器鸟击残留物的收集，保存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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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为，民航局制定航空器鸟击残留物收集，保存和提交办法。 办

法中规范和统一了在上述各阶段处理鸟击残留物的技术要求和标

准，并建立鸟击残留物重点实验室对残留物样品进行鉴定。 此外，

为指导民用机场拦鸟网的应用，规范拦鸟网的布设、选用及维护等

行为，机场司还制定了《民用机场拦鸟网应用指南》 ８７ ，供相关单位

参考使用。

———制定机场外来物管理规定。 为提高我国机场外来物管理

水平，更好地保障飞行安全，指导各机场有效开展外来物防范工

作，民航局制定了《机场外来物管理规定》 ８８ 。 该规定明确了机场

外来物管理工作的内容和组织机构，并对机场外来物防范、巡查与

发现、移除、信息管理以及防范评估与持续改进等方面工作提出了

具体的要求。

———发布机场使用手册范本。 为进一步落实《民用机场使用

许可规定》、《民用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和《中国民用航空安全

管理体系建设总体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民航局发布了《机场使

用手册》（范本） ８９ ，该范本融入了机场安全管理体系（ＳＭＳ）的理念

和要素，为机场管理机构组织编写、修订“手册”提供了指导。

六、空中交通管理

　 　 ———制定民用机场使用许可空管事项申请与审批规定。 为规

范民用机场使用许可空中交通管理事项的申请与审批，保障民用

机场安全、正常运行，提高办理效率，民航局空管办、机场司共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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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民用机场使用许可空管事项申请与审批规定》 ９０ 。 规定了民

用机场在投入使用之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包括空管专业人员应

当具有的相应资质。 推进了航空情报服务机构，机场气象服务机

构使用统一配置的建设。 完善了申请所需要提交的材料以及审查

材料的标准。

———制定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安全评估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完

善空管安全管理体系，明确空管运行单位安全评估工作要求，民用

航空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制定《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安全评估管

理办法》 ９１ 。 办法以客观性，针对性，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为原

则，详细列明安全评估事项，内容，步骤，程序。 规定了危险辨识，

风险分析以及配套的风险控制措施。 确定了安全评估结论应涵盖

相应的应对措施和评估报告中需包含的内容。

———继续推进空管运行单位安全管理体系（ ＳＭＳ）的建设９２ 。

为保证各空管运行单位运用系统方法管理安全，根据民航局推进

空管 ＳＭＳ 建设进度的要求，结合空管运行单位在 ＳＭＳ 建设过程中

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空管办修订并颁发了 《民航空管安全管理

体系建设指导手册（第二版）》。 对安全政策目标，安全风险管理，

安全保证，安全促进逐一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

———制定民航空管运行单位安全管理体系（ ＳＭＳ）审核管理办

法。 为规范民航空管运行单位安全管理体系，空管办依据《民用

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运行单位安全管理规则》，制定并发布了《民航

空管安全管理体系审核管理办法》，规定了空管运行单位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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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建设的审核程序由审核申请、现场审核、审核整改三个阶段

组成。 对于审核结果为不合格的空管运行单位应当对 ＳＭＳ 进行

改进和完善，并向地区管理局提出重新审核的申请。

———进一步规范民航空中交通管理行政检查工作９３ 。 为及时

发现民航空管运行和保障中存在的疏漏和不足，保证空管安全运

行，空管局依据《民用航空行政检查工作规则》制定了《民航空管

行政检查工作程序》和《民航空管行政检查大纲》。 明确了民航

局、地区管理局、监管局空管行业管理部门实施空管行政检查的职

责、分工及主要工作内容，列明了检查大纲９４ 、方式、计划。 空管行

政检查可通过现场巡查，技术检查，文档检查，专项检查，综合检查

等方式进行。 检查情况报告采取月度、季度、年度、定期的报告制

度。 除月度定期报告制度外，就空管运行中的重大事项，地区管理

局应当及时向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部门及时报告。

———规范民用航空无线电管理检查行为 ９５。 为加强民航无

线电管理，规范无线电管理行政检查工作，空管办制定了《民用航

空无线电管理检查手册》。 检查种类包括民用航空无线电台（站）

检查和民用航空器电台（站）检查。 手册中的民用航空器无线电

管理检查单按照检查项目，检查内容，检查依据，检查方式，检查对

象应提供的材料，检查结果，处理依据和处理意见共八个子项编

写，具体包含了 ２４ 项检查内容。

———规范民用航空空中交通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使用许可管理

工作。 为规范民用航空空中交通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使用许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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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空管办制定《民用航空空中交通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使用许

可工作管理细则》 ９６ 。 该细则主要适用于通信导航监视设备的购

置，使用和监督管理。 具体规定了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合格的审定

机构的资质与职责以及合格审定的管理程序。 明确了临时使用许

可证的申请与延期，使用许可证的申请与换发的条件和使用有效

期。 在监督管理中，民航局确认对生产厂家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

手段获得临时使用许可证或使用许可证的，应当予以撤销；且禁止

该设备生产厂家在三年内申请任何通信导航监视设备的临时许可

证或者使用许可证。 同时也规定了撤销临时使用许可证或使用许

可证的情形。

———制定变更管制方式安全评估指导材料。 为指导空管运行

单位开展变更管制方式情况下的安全评估工作，依据《民用航空

空中交通管理运行单位安全管理规则》和《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安

全评估管理办法》，空管办颁发了《变更管制方式安全评估指导材

料》 ９７ 。 指导材料以 ５Ｍ 模型理论为指导，介绍了变更管制方式情

况下开展空管安全评估工作要从管制系统设备、管制运行环境、运

行管理程序、管制工作及相关人员技能水平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为

管制运行工作风险的分析、控制、防范提供了指导。

七、空防安全

　 　 ———加强队伍建设，制定民航空中警察队伍发展规划。 为促

进空警队伍健康发展，确保民航持续安全，更好地服务于民航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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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民航局依据《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国

民航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以及局党组对空警队伍建设与发展

的总体要求，编制并发布了《中国民航空中警察队伍建设与发展

五年规划（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９８ 。 规划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

深入贯彻持续安全理念，紧紧围绕空防安全核心目标，从空警队伍

管理、保障、勤务等方面着手，明确“十二五”期间空警队伍建设总

体思路、发展目标和工作任务。 规划要求到 ２０１５ 年，空警队伍建

设与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管理水平显著改进，执勤质量大幅提

升，保障能力明显增强，达到管理制度完善、职责定位明确、队伍管

理规范、保障措施得力、执勤效果明显的基本目标，实现队伍自身

建设良性循环，为确保空中持续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加强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安全保卫工作。 航空安全保卫工

作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为此民航

局发布了《关于加强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安全保卫工作的意见》 ９９ ，

意见指出在加强航空安保组织领导和机构建设的同时，应当制定

和完善切合实际的航空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配套的工作制度。 此

外，加强在空防安全管理各个环节的安全保卫工作，明确企业内部

安全防范工作制度的具体内容，特别要巩固预防措施和建立完备

的责任追究体制。 意见还积极推进情报信息系统的运作和管理。

为应急处理和处置突发事件提供了指导。

———进一步规范民航空勤登机证管理工作。 为保障民用航空

正常运输秩序，维护民用航空安全，民航局修订了《中国民航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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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管理规定》 １００ ，规定了公共航空运输公司向民航局公安局

提出空勤登记证书面申请的具体条件，明确了空勤人员和非空勤

人员申办需要提供的材料和批准的程序。 进一步为登机证的管理

措施提供了指导。

———制定民航公务乘机通行证管理规定１０１ 。 为规范中国民

航公务乘机证管理，确保民航安全和运输生产秩序，民航局制定了

《中国民航公务乘机通行证管理规定》。 明确了公共运输航空公

司申请公务乘机通行证的条件及申办人员材料，规范了公务乘机

通行证的管理和持证人员登机前后应当遵守的事项。 民航公务乘

机通行证的颁证机关为民航局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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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经济管理篇

面对燃油价格大幅增长、国际航空业不景气局面，我国民航全

行业经济效益稳中有升，业绩突出。 航空公司联合重组效应显现，

经营更加理性。 根据快报数据，全行业完成营业收入 ５００１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２１．２％；利润总额 ３６３ 亿元，比上年下降 １３．９％。 积极

争取和落实各类补贴、补助政策；通过航路截弯取直、使用临时航

路，大力开展行业节能减排。 航空延误治理取得明显成效，航班运

行协调机制得到加强。

—０４—



一、民航财经政策

　 　 ———完善民航发展基金管理制度。 为规范使用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国务院批准机场管理建设费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

金合并为民航发展基金，使用范围扩大用于通用航空、货运航空、

节能减排、民航科技创新、持续安全和适航审定能力建设等。 为此

民航局发布通知，决定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继续征收机场管理建设费１０２ 。 同时，为促进支线航空发展，旅客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及以后购买支线飞机执飞的支线航班机票，免

缴机场管理建设费。

———积极落实各项民航财经政策。 ２０１１ 年共安排民航企业

各类补贴 ２８ 亿元，包括：中小机场补贴 ９．２ 亿元；支线航空补贴 ４．４

亿元；特殊远程国际航线补贴 ４．２ 亿元；民航基建项目给予贷款贴

息 ６．９ 亿元；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 ３ 亿元用于民航节能减排。 安

排 １３９ 亿元用于补助地方机场建设。 协调财政部，建立西藏机场

补贴长效机制。

———完善民航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补助管理。 为更好地履行行

业管理职能，规范投资补助行为，充分发挥民航发展基金的宏观调

控作用，支持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民航局制定了《民航基

础设施项目投资补助管理暂行办法》 １０３ 。 办法明确规定了民航发

展基金投资补助主要用于空中交通管理、科技教育、行政能力等直

属行政事业单位项目和机场（含通勤机场和通用机场）、航空公司

安全、保障系统储备及灾备等非直属单位项目。 同时规定申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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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发展基金投资补助的建设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１、符合民航发

展规划及各专项规划，机场建设项目符合民航局或民航地区管理

局批准的机场总体规划；２、符合民航行业标准、技术规范要求；３、

符合国家土地、环保和节能规定；４、符合规定的审批程序；５、地方

政府或投资主管部门出具资金申请文件；６、地方政府和项目其它

投资方出具资金承诺函。

二、航空运输管理

　 　 ———加强对新开独家航线的保护。 为积极引导和支持航空公

司开辟新的客运市场，２０１１ 年民航局经公示后发布《２０１１ 年夏秋

航季新开独家航线 （含航段）保护通告》 １０４ ，决定对川航和山航

２０１１ 年夏秋航季开辟的 ３ 条涉及北京、广州的区际独飞航线（含

航段）进行为期两年的市场培育期保护，两年内原则上不再批准

其他航空公司进入受保护的独飞航线（含航段）经营，具体航线如

下：Ａ．川航：１、昆明－万州－北京（独家航段：昆明－万州，万州－北

京）２、攀枝花－成都－北京（独家航段：攀枝花－北京）Ｂ．山航：广州

－烟台－广州（独家航线）。

———继续完善国内航线经营许可和航班评审工作。 根据《中

国民用航空国内航线经营许可规定》，２０１１ 年民航局发布关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期间国内航线经营许可管

理和航班评审的规则的管理文件１０５ ，对国内航线经营许可和航班

评审的基本原则和制定依据、核准和登记的具体事宜、调控措施、

核准管理航线评审办法、登记航线管理办法、申请和评审程序、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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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后航线经营许可和航班管理进行了规定。

———提高航空运输服务质量、加强航班延误治理。 提高全行

业航空运输的服务水平的同时必须提高对航空运输服务质量检查

的水平。 ２０１１ 年民航局发布指导性文件１０６ ，为航空运输安全、正

常、优质服务提供详细的检查指南，制定了检查的基本要求，列明

了旅客运输、行李运输、航班正常和航班延误处置、货物运输、危险

品运输等 ６ 大检查类，并将 ６ 大类内容细化为各检查项、小项。 此

外还规定了各小项航空服务的质量要求及评定内容，从而为监察

员开展对航空公司的服务检查提供详细的指南和标准。

为切实做好航班正常的保障工作，进一步提升民航应对大面

积航班延误应急处置能力，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民航局组织开

展航班延误整治工作，提出构建以民航局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地

区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和空管分局为主题的三级民航航班运行常

设协调机构，建立三级航班运行协调指挥中心的要求；同时要健全

航班延误信息发布、报告机制；全力做好航班延误后的旅客服务工

作及大面积航班延误处置的安全保卫工作。 并从提高思想认识、

切实落实各项措施、创新工作思路、正确处理安全与正常工作关系

角度对航班延误治理工作提出了要求１０７ 。

三、通用航空发展

　 　 ———拓宽通用航空服务领域试点，推动通用航空发展壮大。

２０１１ 年，民航局同意将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林业机场作为拓宽

通用航空服务领域试点１０８ ，按照试点方案，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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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发改委及根河市政府组织通用航空企业，以根河林业机场

为基地，使用通用飞机，开展根河至海拉尔的短途运输，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成功开航。 该试点工作在实现通用航空对公共航空运

输的补充和支持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此外通过着力加强通用

航空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建设，开展通用航空专项整治、推进联合监

管，加强通用航空信息统计，推动通用航空会展经济等工作，推动

通用航空更好更快的发展。

四、节能减排

　 　 ———明确思路，突出重点，加快推进行业节能减排工作１０９ 。

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民航强国战略的目标要求，民航

局以保证民航持续安全发展为前提，以节约能源和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为重点，以强化精细化管理和科学技术创新为支撑，努力提高

全行业对节能减排工作的认识和投入的积极性。

民航节能减排的工作目标是通过技术与管理创新，实现全行

业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速低于行业发展速度，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民

航单位产出能耗和排放（收入吨公里能耗和收入吨公里二氧化碳

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２２％。 目标分三阶段实现：第一阶段———夯

实基础阶段（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完善行业节能减排组织架构和体制

机制，着力从行业生产组织和运行全过程加强节能减排的管理，出

台相关政策，加强理论与技术研究，鼓励产学研用结合，推广应用

成熟技术，全面建立适应国际节能减排发展趋势的技术和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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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到 ２０１２ 年，实现收入吨公里能耗和收入吨公里二氧化碳排放

均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１１％。 第二阶段———全面推进阶段（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 在第一阶段基础上，从航空运输组织和运行的全过程推进

节能减排关键技术的实施，明显提高节能减排技术、设备、产品国

产化能力，全方位推进节能减排管理环境、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建

设，大幅度缩小我国民航业节能减排水平与主要航空发达国家的

差距。 到 ２０１５ 年，实现收入吨公里能耗和收入吨公里二氧化碳排

放均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１５％。 第三阶段———创新优化阶段 （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积极推进航空替代燃料和新型发动机等换代性技术的

应用研究和推广，通过自主核心技术和产品创新，进一步优化内部

资源配置，努力降低节能减排成本，根据国际与国内形势适时采取

市场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使我国民航节能减排水平接近主要

航空发达国家。 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收入吨公里能耗和收入吨公里二

氧化碳排放均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２２％。

———加强协调，促进合作，积极应对国际航空排放问题。 ２０１１

年，民航局建设性地参加和推动国际社会探讨控制和减少国际航

空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国际磋商与合作。 参加了国际民航组织第

１９５ 届理事会，新德里非欧盟国家反对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国际磋

商会，签署了《中国民航局—俄罗斯联邦交通运输部关于就欧盟

将航空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问题的共同声明》、《新德里宣言》

等立场文件。

中国民航在国际航空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立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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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

是处理国际航空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基本法律框架和前提。 “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是公约的原则，更是国际航空温室

气体排放谈判和合作的基本原则。 中国民航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

作，坚持维护国际航空运输可持续发展。 在各种减排措施中，技术

和运营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减排方法，各国国情不同，技术和运营

措施在发展中国家中减排潜力巨大，是当前减排的主要工作和优

选路径。 中国民航反对采取单方面、不加区别的强制性基于市场

的减排措施，反对欧盟将航空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单边做法

并保留反制的权力。 中国民航坚持认为，国际航空减排应遵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础法律框架，应

通过多边协商共同商讨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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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行政执法篇

行政执法工作是民航行政机关落实持续安全理念，履行行业

监管职责，实现民航安全发展的重要手段。 ２０１１ 年民航继续全面

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各地区管理局着力提高行政执法工作效能。

加强行政检查，强调严格执法、公平执法，确保了行业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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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检查及行政强制

　 　 ２０１１ 年民航安全监管力度持续加大，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共实

施安全检查 ３９６８１ 项，较前一年增长 ６％，检查计划完成率９９．５％，

除航空器维修企业外，对其他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检查次数均有不

同幅度的增加，对空管运行单位、通用航空企业的监管力度持续大

幅增加。 其中日常检查 ２９２７８ 项，专项检查 １０４０３ 项，检查公共航

空运输企业 １６１７６ 项，通用航空运输企业 ２４９１ 项，空管机构 ３５３２

项，民用机场 １１８９５ 项，航空器设计制造企业 ７９１ 项，航空器维修

企业 ２４３２ 项，其他单位 ２４０７ 项，共计下发整改通知书 ３２３４ 项，执

行率 ９７．３％。

２０１１ 年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和证据保全措

施 ３１ 件（次），较 ２０１０ 年减少 １３％。 截至目前，强制措施和证据保

全措施均已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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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民用航空各地区行政检查工作情况统计 
                                                                                                                      单位：件 

       检查对象 检查结果 

检查数据 

区局 

国内

公共

航空

运输

企业 

国外

公共

航空

运输

企业

通用

航空

企业

空管
民用

机场

航空

器设

计制

造企

业 

航空

器维

修企

业 

其他 合计 
下发整

改通知

书（份）

整改通

知书执

行率

（％）

进入

行政

处罚

程序

检查计

划完成

率（％） 

华北地区管理局 1804 86 448 352 1401 198 248 117 4654 530 94. 5% 10 96. 2% 

东北地区管理局 1582 39 454 334 1794 82 98 343 4726 263 97% 9 100% 

华东地区管理局 3858 165 409 481 2176 26 581 185 7881 859 93.40% 2 100% 

中南地区管理局 4288 261 653 1127 3412 192 398 420 10751 848 98.30% 18 100% 

西南地区管理局 2398 55 232 694 1337 0 631 269 5616 343 98% 16 100% 

西北地区管理局 1067 18 136 428 1375 293 379 191 3887 295 100% 0 100% 

新疆管理局 555 0 159 116 400 0 97 882 2166 96 100% 0 100% 

注：各地区管理局数字涵盖辖区内监管局统计数



图 １　 民航各地区行政检查工作情况统计

图 ２　 针对检查对象的行政检查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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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民航各地区行政强制措施情况统计表

单位：件

区　 局 数量 执行及处理结果 投诉 复议

华北地区管理局 ０ ０ ０

东北地区管理局 ０ ０ ０

华东地区管理局 ４ ０ ０

中南地区管理局 ０ ０ ０

西南地区管理局 ２ ０ ０

西北地区管理局 １ ０ ０

新疆管理局　 　 １ ０ ０

注：１、本报表所指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包括行政强制执行

２、各地区管理局数字涵盖辖区内监管局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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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处罚工作

２０１１ 年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共实施行政处罚 １１５ 件，较 ２０１０ 年减少

４１％，华北局实施 １０ 件、华东局实施 １８ 件、中南局实施 ３４ 件、西南

局实施 ４０ 件、西北局实施 ２ 件、东北局实施 １１ 件。

表 ３　 民航各地区行政处罚情况统计表

单位：件

项目

数量

区局

件数
当场处罚

件数
结案件数

引发行政

复议 ／ 诉讼

件数

听证件数

华北地区管理局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０

东北地区管理局 １１ ６ １１ ０ ０

华东地区管理局 １８ ２ １８ ０ ０

中南地区管理局 ３４ ３ ３４ ０ ０

西南地区管理局 ４０ １ ３９ ０ ０

西北地区管理局 ２ ０ ２ ０ ０

新疆管理局　 　 ０ 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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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民航各地区行政处罚情况统计

１ 《关于印发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１〕４３ 号）
２ 《关于印发＜中国民航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和＜中国民用航空安全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１〕７５ 号）
３ 《关于印发＜中国民航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和＜中国民用航空安全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１〕７５ 号）
４ 《关于印发“十二五”中国民航科技发展规划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１〕６２ 号）
５ 《关于印发＜民航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１〕１４ 号）
６ 《关于增设民航安全监督管理局有关问题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１〕９３ 号）
７ 《商务部等 ３４ 个部门关于联合发布＜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通知》 （商服贸发

〔２０１１〕３４０ 号）
８ 《关于印发＜中国民用航空局规章立法后评估规定＞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１〕８２ 号）
９ 《关于公布民航局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关目录的决定》（民航发〔２０１１〕１５ 号）
１０ 《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汇编》（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１１ 《关于印发全国民航法制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１〕７３ 号）
１２ 《关于印发民用航空运输机长职责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１〕６ 号）
１３ 《关于飞行人员执照有关问题的说明》ＡＣ－６１－ＦＳ－２０１１－０３Ｒ３
１４ 《关于委任王树明等航空人员体检委任代表的通知》ＭＤ－ＦＳ－２０１１－０１
１５ 《关于委任李少军等十名航空人员体检委任代表和变更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民用航空医学中心门

诊部等两家体检委任单位代表信息的通知》ＭＤ－ＦＳ－２０１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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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关于批准西南地区飞行签派检查委任代表的通知》ＭＤ－ＦＳ－２０１１－４
１７ 《使用英语通信的有关要求以及对 ＣＣＡＲ－１２１．４７９ 的偏离限制》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１－２４Ｒ１
１８ 《关于印发＜民用航空安全检查人员定额定员（试行）＞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１〕６５ 号）
１９ 《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标准》 ＭＨ ／ 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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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高性能多发飞机训练要求》ＡＣ－１４１－ＦＳ－２０１１－０２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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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航空承运人飞行签派员资质管理标准》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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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合格的航材》ＡＣ－１２１－５８Ｒ１
３１ 《维修工时管理》ＡＣ－１４５－１４
３２ 《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 ２０７ 号）
３３ 《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 ２０９ 号）
３４ 《运输类飞机的持续适航和安全改进规定》（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 ２１０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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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救生定位灯》ＣＴＳＯ－Ｃ８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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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飞行数据记录器（ＦＤＲ）系统》ＣＴＳＯ－Ｃ１２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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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民用航空器维修 管理规范第 ２０ 部分：航空器结构维修记录》ＭＨ ／ Ｔ ３０１０．２０－２０１１
６５ 《民用航空器维修 地面安全第 ２７ 部分：氧气系统维护》ＭＨ ／ Ｔ ３０１１．２７－２０１１
６６ 《推进系统中保险钢索、保险丝、止动垫片和开口销的一般应用方法》ＭＨ ／ Ｔ ３０２３－２０１１
６７ 《民用航空气象第 ９ 部分：自动气象观测系统数据输出格式》ＭＨ ／ Ｔ ４０１６．９－２０１１
６８ 《民用航空气象第 １０ 部分：地面观测记录》ＭＨ ／ Ｔ ４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１
６９ 《民用航空航行通告编发规范》ＭＨ ／ Ｔ ４０３０－２０１１
７０ 《民用航空航行通告代码选择规范》ＭＨ ／ Ｔ ４０３１－２０１１
７１ 《民用航空飞行校验技术要求雷达》ＭＨ ／ Ｔ ４０３２－２０１１
７２ 《民用航空飞行校验技术要求空管自动化系统》ＭＨ ／ Ｔ ４０３３－２０１１
７３ 《夹层腐蚀试验方法》ＭＨ ／ Ｔ ６０７１－２０１１
７４ 《飞机发动机清洗用品对钛合金应力腐蚀的试验方法》ＭＨ ／ Ｔ ６０７２－２０１１
７５ 《航空器复合材料构件红外热像检测》ＭＨ ／ Ｔ ３０２２－２０１１
７６ 《森林航空消防技术规范》ＭＨ ／ Ｔ １０３３－２０１１
７７ 《头等舱、公务舱旅客服务》ＭＨ ／ Ｔ １０３４－２０１１
７８ 《民用航空地面服务代理协议规范》ＭＨ ／ Ｔ １０３５－２０１１
７９ 《民用航空运输地面保障服务规范》ＭＨ ／ Ｔ １０３６－２０１１
８０ 《不正常航班旅客服务规范》ＭＨ ／ Ｔ １０３７－２０１１
８１ 《公共航空行李运输服务规范》ＭＨ ／ Ｔ １０３８－２０１１
８２ 《通用航空术语》ＭＨ ／ Ｔ １０３９－２０１１
８３ 《航空喷施设备的喷施率和分布模式测定》ＭＨ ／ Ｔ １０４０－２０１１
８４ 《防止机场地面车辆和人员跑道侵入管理规定》ＡＰ－１４０－ＣＡ－２０１１－３
８５ 《供 Ｂ７４７－８ 使用的 ４Ｅ 及其以下民用机场的技术标准及运行要求》ＡＣ－１３９－ＣＡ－２０１１－０１
８６ 《航空器鸟击残留物收集，保存和提交办法》ＡＰ－１４０－ＣＡ－２０１１－１
８７ 《民用机场拦鸟网应用指南》ＡＣ－１４０－ＣＡ－２０１１－０２
８８ 《机场外来物管理规定》ＡＰ－１４０－ＣＡ－２０１１－２
８９ 《机场使用手册》（范本）
９０ 民用机场使用许可空管事项申请与审批规定》ＡＣ－１３９－ＴＭ－２０１１－０１
９１ 《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安全评估管理办法》ＡＰ－８３－ＴＭ－２０１１－１
９２ 《民航空管安全管理体系（ＳＭＳ）审核管理办法》ＡＰ－８３－ＴＭ－２０１１－０２
９３ 《民航空管行政检查工作程序》ＡＰ－８３－ＴＭ－２０１１－０３
９４ 《民航空管行政检查大纲》ＷＭ－ＴＭ－２０１１－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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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 《民用航空无线电管理检查手册》ＷＭ－ＴＭ－２０１１－００２
９６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通信导航监视设备使用许可工作管理细则》ＡＰ－８７－ＴＭ－２０１１
９７ 《变更管制方式安全评估指导材料》ＩＢ－ＴＭ－２０１１－００６
９８ 《关于印发中国民航空中警察队伍建设与发展五年规划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１〕１０３ 号）
９９ 《关于加强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安全保卫工作的意见》（民航发〔２０１１〕３ 号）
１００ 《中国民航空勤登记证管理规定（修订）》（民航发〔２０１１〕６６ 号）
１０１ 《中国民航公务乘机通行证管理规定》（民航发〔２０１１〕６０ 号）
１０２ 《关于延续征收民航机场管理建设费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１〕５ 号）
１０３ 《关于印发民航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补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１〕５９ 号）
１０４ 《２０１１ 年夏秋航季新开独家航线（含航段）保护通告》ＩＢ－ＴＲ－２０１１－０１
１０５ 《２０１１ ／ １２ 年冬春航季国内航线经营许可和航班评审规则》ＭＤ－ＴＲ－２０１１－１
１０６ 《航空运输安全、正常、优质服务检查指南（试行）》
１０７ 《关于印发落实＜航班延误整治专题会议纪要＞有关工作规定的通知》（民航发〔２０１１〕３９１ 号）
１０８ 《关于同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林业机场为拓宽通用航空服务领域试点的批复》 （民航函

〔２０１１〕３９１ 号）
１０９ 《民航局关于加快推进行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民航发〔２０１１〕４４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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